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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城市 ·光影：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庆祝上海解放75周

年”展映单元，选择了数部以上海的城市与人

为表现对象的影片，纵向展示了这座城市在

新中国的风华与风情，以影像为人民大众在

历史变迁中的精神面貌著书立传。

在这一系列影片中，《三毛流浪记》和《乌

鸦与麻雀》均在制作过程中跨越了新旧中国，

不经意间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际遇。

《三毛流浪记》改编自张乐平同名漫画，

讲述流浪儿在旧社会令人啼笑皆非的种种遭

遇。剧组于1948年建组后，因作品强烈的社

会讽喻和反抗精神而屡遭当局干涉，直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才彻底完工，并于开

国大典后上映，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公映的国

产影片。

《乌鸦与麻雀》也有着相似的命运。该片

由剧作家陈白尘执笔，用市井喜剧的形式针

砭时弊，因而也遭到极大阻碍。剧组拍摄时

甚至不得不套拍了另一版影片来作掩护，还

要将真正版本的胶片藏匿在吊灯上来躲避搜

查。新中国成立后，《乌鸦与麻雀》恢复拍摄，

于 1950年 上 映 ，1957年 被 文 化 部 评 为

“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一等奖。

以《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为起

点，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影人创作了多部取

材上海城市生活、体现新旧社会鲜明对比的

电影。例如1950年的反特影片《人民的巨

掌》，1951年的表现工人运动的《团结起来到

明天》、以小家庭折射大时代的《我们夫妇之

间》及《夫妇进行曲》，1956年的《为了和平》

讲述了学界的革命义举，1957年的《不夜城》

则取材民族工商业的转变，1958年的《女篮5

号》是新中国第一部体育题材彩色故事片，

1959年有反映妇女解放的《万紫千红总是

春》、反映船厂工人解放的《黄浦江故事》，

1962年的《魔术师的奇遇》用精巧的特技和

美观的画面讲述小家庭的悲欢离合，1964年

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歌颂廉洁自律的“八连

精神”、警示新情况下的新问题，等等。

这一批电影工作者亲历了新旧社会，对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着最深切的体

会，在开天辟地的年代，立足社会主义文化和

城市文化，热情讴歌新人、新事、新气象。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和上海解放75

周年之际，以其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上

海拍摄的都市题材影片，在国族历史、城市文

化、社会发展、电影艺术等层面留下了宝贵的

影像档案，让当代观众能够透过久远的声与

画，重温那段万象更新的燃情岁月。

人民之城

在《三毛流浪记》中，旧上海街头对于身

无分文的三毛来说，像是一个充满挫败感的

丛林世界。他眼馋地对着买不起的食物想入

非非，可是连找一份营生都得和其他流浪儿

争抢，或者加入帮会作恶。《不夜城》的开头，

用绚烂的霓虹将1930年代上海的夜景装点

得光怪陆离，但这份热闹并不属于贫苦劳工，

他们在物价飞涨、药品奇缺的困境中苦苦挣

扎。以上海为题材的影片，必要展现城市的

华美与富庶，但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的

美好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共建、人民共享。

《三毛流浪记》和《不夜城》中都出现过对

公共空间重复表现但今非昔比的段落。旧社

会的儿童节庆典仅对上流人士的子女开放，三

毛听信了广播中宣扬的“博爱”，想要加入街

头的队伍，却遭到嫌恶的驱逐。解放后，上海

街道成为红色的海洋，三毛和其他流浪儿一

道在街上跳舞，城市的公共空间不再是少数

人的专用，而真正地实现了同乐、同享。《不夜

城》的结尾，民族工商业完成公私合营，夜景

霓虹依旧闪烁，宣告着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

关系，却不再像片头的夜景那样令人联想到光

鲜之下的阴影，而显得踌躇满志、期望满怀。

此外，《我们夫妇之间》的最初和最后的镜

头，都是赵丹和蒋天流饰演的夫妇身着军人服

饰，牵着幼子的手，漫步在整洁干净的城市街

道上，以这种平静闲适，含蓄地体现在新考验

下历久弥坚的革命伴侣情感。《魔术师的奇遇》

中，借流亡海外二十余年的魔术师陆幻奇（陈

强饰）的视点，在火车站、公交车、公安局、电影

厂、广场、杂技团、公园等场所，展现了新中国

上海城市焕然一新的面貌和公正有爱的氛

围。《女篮5号》中的篮球场，在旧社会给篮球运

动员田振华（刘琼饰）留下的是屈辱与遗憾，解

放后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新社会的篮球场

成为他实现理想、为国争光的新阵地。

除了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居住条件的新

旧对比亦是差异明显，体现出上海人民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翻天覆地的变化。

《乌鸦与麻雀》剧情中的主要矛盾发生

在一栋石库门里，以此处为核心，根据人物

群像展开辐射延伸。楼虽小却能见乾坤，人

物对空间和光照的占有，直接对应着各自的

身份阶层。“乌鸦”——汉奸侯义伯和他的姨

太太——独享宽敞明亮的二楼房间，“麻

雀”——小商贩一家、教师一家、报馆校对等

普通百姓——只能蜗居在逼仄杂乱的一楼或

亭子间。“麻雀”们想要商量对策捍卫自己的

合理权益，只能提心吊胆地挤在厨房里。更

讽刺的是，这栋房子原本属于报馆校对孔有

文，侯义伯强行霸占后，不但要赶走原主，还

打算变卖房子携款潜逃，剧情的这处隐喻同

样引发人无尽的联想。影片结尾，当租客们

团结一致反对侯义伯时，影片利用楼梯空间

将压迫与反抗视觉化，形成了“家国同构”的

象征之义。

如果说《乌鸦与麻雀》的结尾是捷报忽

传、曙光乍现，那么在《不夜城》《万紫千红总

是春》《女篮5号》中，则展现了新社会中人民

良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状态。《不夜城》中，上

海解放前的工人家徒四壁，室内拥挤阴暗；解

放后，城市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恢复生产，兴建

工人新村和托儿所，工人们住进敞亮开阔的

楼房，精神奕奕地开展建设。《万紫千红总是

春》着重展现了女性拥抱新社会和新生活的

过程，塑造了上海女性朴素、能干而不失生活

情趣的特质。张瑞芳、沙莉、汪漪饰演的女

性，总是将住所收拾得干净利索且富有装饰

美，在全新的社会环境和私人环境中，寻求自

身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所在。《女篮5

号》中，旧社会的篮球队员宿舍设在一处阁楼

上，狭窄得宛如卧铺车厢；新社会的女篮队员

宿舍洁净优美，衬托出年轻女运动员们爽朗

明快的精气神。

英雄之城

伫立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上海市

人民英雄纪念塔上，镌刻有这样的碑文：“伟大

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在上海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伟大的五四运动以来英勇的人民

革命斗争中，在上海殉难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

朽！由此上溯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为

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争取人

民自由幸福，在上海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

雄们永垂不朽！”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

地，具有深厚的革命历史传统，可谓“红色之

源”。不畏强暴、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

上海城市精神中携带的英雄基因。

《三毛流浪记》中，三毛在旧社会身如浮

萍，但始终坚守着正直不阿的品格。就算是

饥寒交迫，他也从未选择走入歧途，而是坚持

自食其力，执着地尝试着捡烟头、推洋车、卖

报纸等不同的谋生方式。被其他流浪儿抱团

欺凌时，三毛毫不服软，强硬地与他们争斗。

被迫沦为小偷同伙，三毛还故作不经意地归

还被偷的治病钱，自己却惨遭痛殴。三毛在

旧社会险恶的环境里坚持自己的是非观和价值

判断，这还表现在他拒绝同流合污，宁可独善其

身。帮派流氓要培养他做小偷，富人收养他当

装腔作势的小少爷，均遭到了他的逃离。三毛

不愿因为权势或金钱而被某个恶势力“收编”，

不愿违背自己的本心，体现出强烈的自觉性和

主体性，在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儿身上，竟能窥

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

想品质。

《乌鸦与麻雀》中，除了租客们在侯义伯的

压迫中奋起反抗，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也为市

井故事渲染了一层壮怀激烈的时代底色，从另

一个角度揭示时代的大势所趋。

同样表现爱国知识分子的影片《为了和

平》，该片的时间跨度，囊括了太平洋战争爆发

到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十数年，歌颂了进步师生

的奋勇抗争与无私奉献。

表现工人英雄形象的影片有《黄浦江故事》

《人民的巨掌》和《团结起来到明天》。

《黄浦江故事》以黄浦江畔的船厂为视点，

讲述了上海20世纪上半叶漫长而艰难的革命

历程。魏鹤龄饰演的第一代船工常信根，亲历

了不同年代和不同侵略者的欺压，是千万个不

平则鸣的工人的缩影。张伐饰演的第二代船工

常桂山，参与了惊心动魄的隐蔽战线，面对的处

境更加凶险，斗争方式也更加成熟、有序。沉默

而奔腾的黄浦江，见证造船工人的苦难史与革

命史，融城市命脉于国家主权的母题。

《人民的巨掌》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工人遭遇的残酷镇压，尖锐的阶级矛盾在新

社会以更为隐蔽的面目沉渣泛起，破坏了新中

国的经济建设，工会和工人及时排查了混入内

部的特务分子，配合公安机关，阻止事态进一步

加重，可见当时“镇反运动”之严峻和紧要。

《团结起来到明天》展现了解放前进步力量

对工人的组织和培养。这部影片是白杨在新中

国成立后出演的第一部影片，为了演好进步女

工人的角色，白杨深入纺织厂体验生活，用她朴

实无华而又蕴藏了巨大能量的表演，出色地塑

造了坚毅、果决的上海工人领袖彭阿妹。

表现解放军英雄形象的影片有《霓虹灯下

的哨兵》。这部电影与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

的《战上海》形成了时空上的接续，两部影片主

要时间分别发生在上海解放前和解放后，人民

军队面临的战斗形式虽不相同，但同是关乎生

死存亡。

《战上海》中的华东野战军骁勇善战、势如

破竹，与城内的工农群众紧密配合，让上海回到

了人民的怀抱。正如《战上海》的台词所言，“这

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

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南京路上好八

连”，在新的岗位上抵抗住了“香风”的熏染，他

们对底线和廉洁的坚守，至今仍有重大教育意

义。毛泽东主席曾作《杂言诗 ·八连颂》，高度赞

扬八连“拒腐蚀，永不沾”的坚定信念，以及“上

参天，傲霜雪”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电影之城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为“电影之城”，

其中一个寓意便在于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

地。中国电影的草创阶段和发展阶段，上海都

是全国电影生产的中心地区。新中国成立后，

在党的领导下，上海电影在全新的创作理念和

创作条件中，焕发出勃勃生机。上海影人也用

全新的观念与手法，创造城市的电影、电影的城

市，诠释“电影之城”的新内涵。

黄浦江、苏州河、外滩建筑群、外白渡桥、南

京路、上海大厦、国际饭店、大世界……这些上

海传统的城市地标，几乎在每一部讲述上海故

事的影视作品中都能得见。

《三毛流浪记》中，三毛在上海大厦前反抗

过帮会小头目，在四川路桥上推过车。《乌鸦与

麻雀》中，清晨6点海关大楼的大钟准点报时，

小广播夫妇冒雨排队、彻夜未眠，等着将所有身

家押在“轧金子”上。《不夜城》中，民族企业家张

伯韩在沙逊大厦顶楼将城市尽收眼底，抉择着

个人和企业的未来。《团结起来到明天》中，群情

激愤的工人聚集在外滩，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奔

走呼号。进入新社会，摩天大楼与人文地标旧

景如故，公共设施与生活环境“换了人间”。《魔

术师的奇遇》中，从宽敞整洁的火车车厢开始，

一路展现了上海的新风貌与新气象——西郊公

园、闵行百货商店、老闵行32路、人民广场、茂

名路、中苏友好大厦、老北站、陈毅广场……对

于阔别上海20年的陆幻奇来说，美丽祥和的上

海熟悉又陌生，新旧对比尽在不言中。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和平》中丁孟辉（白杨

饰）作演讲的大会，在原中苏友好大厦、也就是

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取景，影片详细地呈现了

建筑外观、庭院、喷泉、中央大厅等处；而今天的

上海展览中心，一直在承办多项上海国际电影

节的展览、展会项目。当我们通过《为了和平》

的影像看到1950年代的上海展览中心内外部

样貌时，历史与当下、影像与现实，正在这座传

奇的电影之城中交相辉映。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
电影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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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虹灯下的

哨兵》剧照。

▲《三毛流浪记》海报。

▲《女篮5号》海报。

 《乌鸦与麻雀》剧照。


